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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说明、目录、图表目录

       储能即能量存储，是指通过一种介质或者设备，把一种能量形式用同一种或者转换成另一

种能量形式存储起来，基于未来应用需要以特定能量形式释放出来的循环过程。随着对环境

的关注和能源体系的变革，各种新技术将加速应用到电力体系中。在全球范围内，电力公司

、高科技公司、政府和电力用户都已开始关注电力储存技术的潜力。在过去20年中，储能技

术已经从一个概念发展成为未来智能电网规划的必要组成部分。  

      为了有效应对化石能源耗尽所带来的能源危机，许多国家都在寻求化石能源的替代品，如

风能、核能、太阳能以及生物燃料等。然而，不论是不可再生的还是可再生的能源，很大一

部分都必须转化为电能加以利用。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，特别是随着化石能源的耗尽

，未来能源最主要的形式将是电能。为满足未来我国电力需求及清洁化发展目标中国应用在

电力系统的储能项目 （不含抽蓄、压缩空气和储热）累计装机规模为8.44万千瓦，新增装

机3.1万千瓦，年增长率58%，较上一年提升了14个百分点，增幅明显。中国在项目数量上紧

随美国之后，有63个项目，装机规模为3.1万千瓦，预计到2020年中国储能市场容量将达

到6700万千瓦 （含3500万千瓦的抽水储能）。而未来十年，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比重将不断

上升。预计水电装机比重将基本保持不变，未来10年保持在20%左右；煤电装机比重持续下

降，铅酸电池是当前最成熟的技术，液流、钠硫电池也是目前相对成熟的新技术，而未来，

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

      截至 2015 年底，中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43.18GW，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

国家，其中，光伏电站 37.12GW， 分布式 6.06GW，年发电量 392 亿千瓦时，近五年，我国光

伏装机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22%， 2015 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 15.13GW，占全球新增装机的

四分之一以上。根据能源局统计，2015 年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再创历史新高，达到 32.97GW，

累计并网装机容量上升到 129GW，占全 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8.6%，近五年的年均复合增长速

度为 42.8%。

 中国光伏装机数据统计（单位：万千瓦）

 中国风电装机数据统计（单位：万千瓦）

 

      未来十年，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比重不断上升，电力负荷特性对电力保障带来很大压力，

新能源发展也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带来新的考验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需求调节将成为促进

电力供需平衡调节的措施之一，系统控制能力提高则有助于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。此外

，提高储能能力将有效应对电力需求特性与负荷特性的差异。因此，储能在未来的几年中，

将迎来大发展。



     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《2016-2022年中国储能行业深度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》共十

四章。首先介绍了储能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，接着分析了中国储能规模及消费需求，然后对

中国储能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，最后分析了中国储能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。您若

想对中国储能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，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。

     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，海关总署，问卷调查数据，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

据库。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，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

场调研数据，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，价格数据

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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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球及我国全部储能装机容量

 

当前国际上化学储能产业发展较快的国家有美国、日本、德国和澳大利亚等。截止到 201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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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球化学储能项目装机

 中国化学储能项目装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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